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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楷模陳怡君
打開另一扇窗，為心智障礙發聲

2020年拿下衛福部第 24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

獎的青年陳怡君，今年 30歲，與其他 30多歲青

年不同的是，她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但她從不以

此為阻礙，抱持著「勇敢面對問題，就能解決問

題」的座右銘，不僅在職場表現敬業，更在臺灣

一步一步推廣心智障礙權益。

 

勇敢面對問題，就能解決問題。 

 

　　　　　　　　　　　－陳怡君

因同儕不了解而遭歧視

青春期吃足苦頭

陳怡君為臺東人，目前正在全聯福利中心臺東

開封店擔任助理營業員，看起來與一般正在職

場上辛勞的年輕人沒有兩樣。陳怡君從小在一

個充滿愛與包容的家庭中長大，她的母親李艷

菁說，一開始還不確定她是屬於輕度智能障礙

時，只是覺得她學習較慢，有先跟其他親戚朋

友說，大家也對她特別包容，讓她從小養成樂

觀又陽光的態度。

但在進入在國中之後，陳怡君因先天的障礙、

學習能力較一般同齡孩子慢，讓她對一般的國

文、英文、數學等學科沒有興趣，再加上其他正

值青春期同學們也不能理解她的不同，這讓她

在學校吃足了苦頭。天性樂觀的她說，剛好領有

手冊，所以校方安排可以在資源班上課，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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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君樂於參與各種活動，培養人際互動能力。

在溫暖的家庭中成長，陳怡君從小個性樂觀又陽光。

一直與同學在同一個教室裡面，減少她留在不

友善環境的時間，而且透過技藝課程陳怡君也

發現自己對烹飪比較有興趣，除了這些課程沒

有升學壓力，上課氣氛比較輕鬆外，她也透過

家政老師從旁指導繁瑣的廚房工序，學習以一

個又一個的步驟來完成作品，從學校帶回烤麵

包、三明治、捲餅等成品，累積自己的自信心。

求職受阻 在庇護工場重拾信心

陳怡君在高職就讀專為智能障礙者設計的班

級，透過大量的技能訓練課程，希望他們不僅

可以自立、也希望他們可以適應職場，她畢業

之後，透過學校順利媒合了一個職場工作，但

沒想到短短一個月，就讓她被辭退，這一次重

重的打擊，也讓陳怡君變得更加退縮，一直到

她接觸臺東縣牧心智能發展中心，才有了轉變

的契機。

李艷菁說，那段消極的時間，她在一旁看得很

心疼，而之後陳怡君開始在庇護工場的烘焙門

市當學員，因為過去在工作上曾經遭遇挫折，

所以更懂得工作機會得之不易，一定要努力認

真學習，與其他智能障礙者一同鍛煉工作技

能，培養人際互動能力與自信心，經過約 4年的

訓練，陳怡君也重新拾回笑顏、慢慢恢復信心。

接受庇護工場訓練 銜接進入友善職場

離開庇護工場後的第一份工作，陳怡君來到了

統一超商（7-ELEVEN）。超商店員在大眾印象

中，不但很辛苦，還要具備十八般武藝，但李艷

菁說，陳怡君在這份繁瑣的工作中，每天下班

回家都很開心地分享上班時的各種見聞，而她

最喜歡的工作項目就是進貨點單，因為每天都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平常不一定會買的東西。

陳怡君在友善的工作夥伴與家人的支持下，穩

定地在超商工作 2年後，恰好遇到了一個麵包

烘焙職訓的機會，陳怡君也很有興趣，母女討

論後決定去嘗試新的技能，李豔菁說 :「我原本

很擔心她會跟不上學習進度，沒想到她的好人

緣，讓每個同學都願意多幫忙、也願意多給她

練習的機會」。

在職訓結束之後，剛好看見全聯福利中心有一

個中元節檔期的短期工讀機會，陳怡君把握機

會挑戰，在這友善職場中，她不但發揮過去在

超商工作的經驗，認真又勤奮的工作態度也獲

得肯定，在工讀結束後恰巧地應徵上正職職

缺，至今已工作 5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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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君不僅不害怕人群，也勇於擔任主持工作。

母親李艷菁不斷鼓勵陳怡君面對挑戰，甚至接觸

自主生活培力訓練，挑戰外宿。

接觸自主生活培力訓練

從外宿開始挑戰

陳怡君能順利走出求職的挫折，除了樂觀的好

性格、家庭的支持，社團法人臺東縣智障者家

長協會（簡稱臺東智協）的自立生活培力團體也

給了她很大的幫助。陳怡君回想，剛加入臺東智

協時，都不敢正眼看人、只會低頭默默不語，當

時指導老師為了提升她的自信心，便安排她參

加青年外宿活動，帶領夥伴完成挑戰的陳怡君

說 :「當時我會害怕有疏失」但在社工積極從旁

協助下，讓她「壯膽」順利完成活動，接下來透

過一次又一次的活動參與，慢慢提升自信心。

2009年時，陳怡君在社工的帶領下，前往中華

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簡稱智總）參加全國自我

倡導者會議，在會議過程中，她也逐步認識其

他單位的夥伴，並且在學習營時被夥伴們推選

成為小隊長。在每一個活動中，陳怡君累積了

來自夥伴們的肯定，也讓她開始學習協助新成

員完成各種挑戰，像是搭帳棚、簡易的傷口包

紮、營火晚會的彩排，甚至到了成果發表會的

時候，她舉起了手、自願擔任主持工作，這項經

驗也是啟發她接觸更多公共事務的起點。

燃起公共事務的熱情 積極再進修

在母親的鼓勵下，陳怡君接下臺東智協「愛心

彩虹家族」心智障礙青年 (簡稱智青 )社長的職

務，接著她在智總「自我倡導者實務工作小組」

裡，從自我倡導者成長為協同帶領者，再更進一

步成為帶領團體的領導者，在每一個階段的培

力過程，旁人給予的鼓勵及支持，建築了她繼

續往下走的信心，同時她也開始在空中大學社

會系的進修，想進一步了解身心障礙相關、特

別是與兒童青少年有關的福利。

而陳怡君在公共事務的參與，會從國內跨到國

際，起點在 2014年的 5月，當時她與母親參加

智總「信樂吹來的風」陶藝展一同飛到了日本，

參與陶藝展開幕，參觀青年寮跟日本夥伴交

38 2021. 06 / 第 29期 



人文

特別誌謝

社團法人臺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愛心彩虹家族 
社長 陳怡君

陳怡君開始努力向外界傳達心智障礙者的心聲。

流，同年 10月也跟著智總前往泰國，兩次參訪

經驗都讓她記憶深刻。

為了讓更多人聆聽心智障礙者的心聲，陳怡君

開始在社福年會分享自立生活的經驗， 2015

年 10月與智總到斯里蘭卡參加第 22屆亞洲

智能障礙聯盟會議（The Asian Federation 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簡稱AFID），並代表

臺灣智青上臺領獎與分享報告，2016年 10月

到美國奧蘭多出席國際融合組織的會議，也代

表臺灣分享經歷，後續還有香港和澳門等地，

陳怡君不僅獲得寶貴的國際交流經驗，也替她

開啟了迥然不同的人生。

在 2020年 12月 1日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發布記者會上，陳怡

君分享自己參與國家報告的討論經驗與資訊易

讀化的重要性，她強調資訊易讀化是讓智能障

礙者能夠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重要媒介，而身

心障礙者的充分有效參與，正是CRPD的核心

精神。

學會獨立與互助 推動智青共居

由於智能障礙者需要藉著大量的生活經驗、社

會教育、環境適應來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李

艷菁認為，陳怡君能這麼特別，是因為她能「接

納」。她說明，先前在超商工作時，曾有工讀生

問陳怡君「為什麼不繼續念大學」，當時陳怡君

很自然的說出「因為我是智能障礙者，唸大學

會特別辛苦」，而那名工讀生相當訝異陳怡君居

然這麼泰若自如地說出這件事情。

李艷菁說，陳怡君常認為，「如果自己不能接受

自己，怎麼要求別人接納我」，所以不會因為自

己智能障礙就掩蓋起來，希望別人能了解她、

接受她，她相信只要大家能多了解她，就可以

互相包容，就像她從庇護工場畢業、進入一般

公司工作一樣，不要刻意掩飾缺點，而是要好

好的發揮個人特質、好好把能力表現出來。

對於未來，陳怡君也有一個夢想，她希望能推

動「智青共居」，也就是將智能障礙青年們在指

導老師與社工的指導下居住在同一個地區，透

過各自所長、獨立又互助的生活在一起，「當父

母逐漸老去時，他們也不會沒有人照顧」，她也

打算繼續與社會大眾溝通，讓障礙者與一般人

一樣，在這個社會上好好活出自己，真正成為社

會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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